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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水 引 清
流 ，兴 水 惠 民
生。昨日记者走
访实施江门市西
江潭江流域跨界
重点支流综合治
理工程（一期）
EPC+O项目（开
平项目区）的赤
水镇白沙水干流
赤水圩镇段看
到，施工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施工队
伍正在加快施工
进度。记者了解
到，目前，该项目
23个工作面均按
计划有序推进，
助力开平市水环
境更加优美，河
道更加安全。

这只是开平
市治水之患、兴
水之利、守水安
澜的一个缩影。
开平市水利局坚
持水利促乡村振
兴的工作定位，
努力推进各项水
利惠民工程。今
年9月27日-28
日，开平市作为
广东省水利促乡
村振兴工作做得
好、有特色的县
（区）之一，经省
水利厅向水利部
推荐来开平开展
实地调研。水利
部调研组一行分
别对该市农村集
中供水、中小河
流治理、清洁型
小流域、万里碧
道、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镇海
灌区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和大塘面
水库移民村等典
型项目和示范点
进行了实地查
看，各项工作得
到水利部、省水
利厅和江门市水
利局等领导的充
分肯定。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水
利，是经济的命
脉。水利兴，则
农业兴。水利
旺，则五谷丰。
水利建设是稳定
农业生产的重要
保障。开平市坚
持推进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
水生态系统修复
和水环境保护治
理，持续改善水
环境质量，并创
新探索协同推进
区域生态环保、
文化旅游、乡村
振兴等一体化建
设，做大做活“水
文章”。如今，在
侨乡开平，一幅
“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宜居”
的水生态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助
力乡村振兴发
展。

开平市水资源丰
富，河流密布、水道纵
横，主要河流是潭江，
全市面积95%都在潭
江流域内。潭江地处
暴雨区，汛期洪水峰高
量大，每遇洪潮相碰，
水位骤升，洪涝灾害比
较严重。此外，由于地
处潭江干流中段，更容
易受到上游洪水、下游
风暴潮影响。

2019 年以来，开
平市多渠道统筹谋划
整合资金，目前已投入
各类资金约11.7亿元，
实施堤防加固、水库除
险加固、中小河流治
理、碧道建设、西江潭
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
综合治理工程等系列
防洪安澜工程，为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筑起“第一道屏障”，
全力构建“上蓄、中防、
下排”的防洪治涝体
系。

据统计，对大沙河
水库等16宗水库进行
除险加固，提升了防洪
能力；对8宗中小河流
进行治理，整治河道
69.3千米；建设碧道总
长48.1千米，使堤围加
固，防洪标准由 10年
一遇提升到30年一遇
和 50年一遇；实施西
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
支流综合治理工程（一
期）EPC+O项目（开平
项目区），治理河道长
度共计75.4千米，堤防
加固62.5千米，护岸治
理13.6千米，清淤12.5
千米，新建或重建电排
站8座，新建或重建小
水闸4座，新建小水陂
2座，新建交流渡电排
站等；实施江门市潭江
河流治理工程（开平
段）堤防加固工程，整
治水口镇至开平城区
间的潭江堤段，包括水
口金山堤、泮村堤和三
埠石海堤，总长16.8千
米，同时重建或新建建
筑物 35座，该项目将
保护耕地面积2600公
顷（39000亩），保护人
口7.88万人，防洪设计
标准为30年一遇……

水库、堤防、水
闸、排灌站水利工
程项目纷纷落地推
进，开平市流域内
的水库、堤防防洪
标准得到明显提
高，河道行洪能力
显著提升，河道淤

积、河岸崩塌及水库
病险得到有效解决，防
洪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开平市的防洪抗灾底
气也足了。

为确保全面完成“打通最后
一公里”农村水利惠民工程建设
任务，在全力提升供水保障水
平、保障供水安全，提高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基础
上，开平市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让农
村群众长期稳定喝上“安全水”

“放心水”，这是乡村振兴的一
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开平市高
度重视农村饮水问题，以制定
计划快、资金落实快、跟踪督导
快、实施工程快的“四快”科学
攻坚，全力推动自然村集中供
水全覆盖，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据悉，于 2021 年，开平市
提早全面完成狮山供水工程
及289条自然村集中供水的建
设 任 务 ，工 程 总 投 资 达
7752.48 万元；全市农村集中
供水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51%，成
为江门市率先完成全域自然
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县市
……因此，开平市也在广东省
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行
动“成效评估”中荣获“优秀”
等次。

农业灌溉直接关系到粮食
安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开
平市为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
底线，开展实施灌区节水改造
工程，改善农村生产条件。通
过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按照规
模适度、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
要求，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建设。今年，开平市投资
7200 多万元实施了狮山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解
决灌区病险、“卡脖子”及31.74
千米的骨干渠段渗漏等问题，
工程完工后年节约用水量达
493万立方米。

目前，为了提高灌溉水利
用率和效益，开平市已及早谋
划项目，现已完成大沙河灌区
和立新灌区的可研报告审查。
据透露，这两项工程总投资约
2.5亿元，改造灌区渠道总长度
46.12千米，该两项工程完工后
年能节约用水量2816万立方
米。同时，开平市镇海灌区还
通过灌区改造，年节约用水量
达1777万立方米，因此，镇海
灌区先后被评为2021年度广
东省级节水型灌区和第一批广
东省级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达标
（示范）灌区。值得一提的是，
2019年，开平市启动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积极探索灌区标准
化管理，通过推进“五大举措”
落地生根，实现了农业水资源
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灌
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改
革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近日，
水利部印发《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典型案例的函》,开平市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经验入选，成为
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案例，形成
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经验做法在
全国推广。

近年来，开平市积极谋
求突破，以乡村振兴为总抓
手，对水库移民后扶工作从

“大水漫灌”式改为有针对
性地实施“喷灌”“滴灌”，全
力打造水库移民示范片区，
加快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
输血式走向造血式，引领水
库移民走上绿色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大沙镇黎雄村委会大
塘面村是一个水库移民村，
这里曾是大沙镇最穷最落
后的村落之一。

开平市以大塘面村为
着力点，充分依托该村优越
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移
民历史沉淀，前期整合资金
1000 多万元涉及项目 14
宗，精准导入产业，建立形
式多元化的互利发展模式，
强化后扶资金造血功能，大
力发展“农游合一”旅游项
目，移民纷纷开起了农家
乐，卖起了农特产品，农民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大塘面移民示范村的建成，
打造出开平市水库移民美
丽乡村亮眼品牌。

同时，开平市还树立
“建设示范、以点带面、全面
推动”水库移民工作理念，
同时积极推广大塘面村成
功经验，2019年至今投入资
金 5000多万元、涉及项目
63宗，全面提升改造大沙镇
富食村、蕉园村、联新村，马
冈镇红丰村，龙胜镇联塘村
等移民村，从孔雀湖国家湿
地公园湖畔沿线，向周边辐
射打造出宜居、宜业、宜游
的水库移民示范片区，让水
库移民村实现幸福蝶变，移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
提升。

据统计，从2006-2022
年，开平市累计投入项目资
金2.96亿元，实施各类水库
移民后扶基建项目574个，
累计改善住房面积25.78万
平方米，新建或改善交通道
路65.6公里，解决饮水安全
3435 人次，环境整治 172
处，新建文化室47个、厕所
34座、桥涵23座、堤坝3座
等。全面提升全市260多条
水库移民村 19919 人水库
移民人居环境，让移民“住
有所居，居有所安”。

目前，开平市共有11条
移民村被评为广东省级水
库移民安居工程示范村，其
中大塘面村获得广东美丽
乡村特色村、开平市十大最
美文明村等荣誉称号；红丰
村被评为江门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新南村、南北村和
六圩村均被评为江门市文
明村和开平市文明村，同时
南北村被评为幸福新农村
及广东省文明村。

文/图 敖转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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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傍晚，夕阳西下，凉风拂面，江
水悠悠，苍江长沙段碧道在苍江边蜿蜒
向前。良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是开平
市的“金字招牌”。开平扎实推进碧道工
程建设，不仅串联起辖区的江、湖、城市
公园、乡村美景，发挥绿色生态优势，为
群众打造一流生活环境，还通过碧道建
设推进侨乡特色文化的挖掘与展示，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通过融合“侨”元
素，打造侨乡文化传承新载体。

碧波荡漾的潭江河面，优美的自然风
光，惟妙惟肖的侨乡特色雕塑……潭江百
合至赤坎段碧道旁，建设了赤坎左岸雕塑
广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玩“打卡”。

据了解，潭江百合至赤坎段碧道串
联百合镇、赤坎镇，起点为百合镇马降龙
桥，终点为赤坎镇南楼，总长11.6公里，
为乡野型碧道。碧道周边旅游资源丰
富，有开平立园、三门里、赤坎古镇、马降
龙碉楼群等景区。

近年来，开平市十分重视侨乡特色
文化的挖掘与展示，促进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通过融合“侨”元素，打造侨乡文化
传承新载体。这一点也体现在碧道建设
上。据悉，在建设潭江百合至赤坎段碧
道时，开平融入侨乡特色元素，重点突出
碉楼文化，致力打造具有开平特色的碧
道样板工程。

赤坎左岸雕塑广场就是潭江百合至
赤坎段碧道的节点景观之一，融合了碉楼
文化、侨乡文化、侨乡特产等元素。“不少
大片都在开平取景。这个节点景观以雕
塑的形式，再现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一
幕，让大家感受开平的碉楼影视文化。”开
平碧道建设项目经理胡思磊表示。

“这里不仅是漫步休闲的碧道，更是
文化驿站，甚至是旅游景点，呈现了开平
的独特魅力。我们不仅能欣赏美景，还
能了解当地文化。来一趟，值了！”不少
游客纷纷如此认为。

在大沙镇，开平市还以环大沙河水
库移民村为珠，以碧道为链，以“碧道+”
大力推进水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全域
旅游。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升级改造“两
山”碧道，整合“山、水、茶、花、果”等生态
资源，并通过春天种植油菜花并举办花
田音乐会，夏天种植向日葵并举办夏日
游园会，秋天种植水稻并举办秋收稻穗
音乐节，冬天的观鸟趣等特色活动和项
目，累计吸引游客12.5万人次前来游玩。

如今，大沙镇大塘面村村集体年收
入由原来的不足 2 万元增加到 15 万
元。2021年，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
就业，吃上了“生态饭”。此外，开平市
还积极申报水美乡村建设县项目，该市
参加了省水利厅组织开展的 2023-
2024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县竞
争性遴选，并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成功入选并推荐到水利部，该项目将获
得中央补助资金8000万元和相应省级
补助资金。

“我们通过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水利项目创
新融合侨乡文化、水库移民文化，全面激
活‘水经济’，积极助推美丽乡村绿色经
济产业发展。”开平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坦言：“未来，我们将以‘水经济’激活水
资源、优化水生态，通过规划引领、产业
布局、项目提振，推动水生态价值向经济
价值转变，加快打造创新引领、协同发展
的水产业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开平守牢水安全开平守牢水安全，，描绘水生态画卷描绘水生态画卷。。

开平打造开平打造““水清岸水清岸
绿绿、、鱼翔浅底鱼翔浅底、、水草丰美水草丰美、、
白鹭成群白鹭成群””的生态廊道的生态廊道。。


